
探討一貫式猪場經營效益 
過去一年參與本所猪場經營資料分析共計 50 家，收集資料包括

猪隻生產、淘汰死亡、上市頭數及管理費用等。記錄較完整之猪場共

33 戶，分析批次生產與飼料供應之差異結果，提供各界之參考。 

行政院農委會委託輔導猪場推動批次生產管理模式，自從 2003

年起至 2005 年，總計輔導 30 戶。三年來，平均效益為每百公斤肉猪

飼料成本改善 17.6%，醫藥費減少 14.5%；對猪場確實發揮極大的成

效。執行批次生產 14 戶中，有 4 戶是全場批次管理，10 戶僅保育舍

批次管理。猪場批次管理的生產效率如年產胎數、活仔數及上市肉猪

頭數皆有明顯增加，而且猪隻育成率也提升 5.8%。猪場批次管理與

無批次管理比較後，每百公斤肉猪直接成本低 323 元、肉猪利潤每頭

多 567 元。 

表 1. 猪場飼料來源對經營效益的比較 

 
國內從 2006 年 8 月起，飼料原料價格明顯上漲，特別在 10 月起

每公斤玉米超過 8元，對養猪造成嚴重的成本壓力。表 1 中猪場區分

飼料自配 19 戶與外購成品 14 戶，比較兩者經營效益之差異。結果顯

示，自配戶自行購買原物料並發工配製飼料，每公斤價格較外購成品

戶約便宜 2.0 元，每百公斤肉猪飼料成本約低 427 元，自配戶猪較外

購成品戶每百公斤肉猪約增加 241 元的獲利。 

雖然，自配戶投資設備上較外購成品戶為高，然因設備投資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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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年限折舊，可能對每百公斤肉猪生產成本的影響不大。自配戶因調

製飼料的人工費用，較外購成品戶為高，這是自配戶需要增加的負

擔，但每百公斤肉猪人工費用，已列入直接成本之中。總之，自配戶

每百公斤肉猪的利潤，較外購成品戶為高，可能是自行採購原物料獲

得的價差所造成。 

表 2. 猪場批次管理對生產效率的比較 

 
從表 2資料分析結果得知，猪場使用批次管理可能需要有長期的

經營規劃，才不致於投資後造成短期的負擔。當然，投資總有風險，

所以猪場必須先克服經營上的壓力，更需要珍惜設備投資及重視生產

管理，才能締造出更佳的成績，讓投資批次生產發揮應有的價值。 

（黃玉鴻撰/劉昌宇審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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